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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际苏宁

社会i尸冬扭涤炙扆除段也掠

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，给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提供了一个

很好的基础．本文就是试图按这 一 思路，探索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地位和作用．

一、三个发展阶段

我们设想社会主义经济可能经历三个发展阶段．

第 一 阶段称为管制经济，是在落后国家单一化基础结构上建立起来的最早的社会主义经济摸

式．这种经济有三个特点； 一是以国家代表社会，以国有制经济为主体，设置一套庞大的行政组织系

统．中央政府以下又按部门和地区两大系列分别管理各自的企业，由这些行政机构层层发布指令对

经济活动加以调节．从理论上讲，经济是有计划发展的，但实际上中央政府的长远计划或年度计划

都是相当粗糙的，主要表达某种政策意向，因而执行中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各级行政机构的习惯力

量，造成计划与实绩经常不符．二是作为行政系统的补充，存在半企业半市场的微观经济．所谓半

企业，是指企业隶属于政府，并不是具有独立意志的经济实体．因此，企业的产权在行政关系的方向
(纵向）上是模糊的，这里通行等级原则，似乎行政级别越高对企业的所有权越大；但是，在非行政隶

属关系的方向（横向）上则是明确的，这里通行领地原则或行会原则，地区、部门界限使企业不得越

雷池 一步．企业的主要任务是按上级指令生产并出售产品，进行经济核算，为国家的提供财政收入．

同时，企业还兼有社会基层组织的职能，对本企业职工实施思想教育、人事管理以及社会保障等．所

谓半市场，是指贸易业、金融业等具有行政垄断性，并且生产资料、劳动力、资金等资源的流动受到

指令调拨和固定价格的制约．此外，许多商品或服务采用配给制，靠公开的或不公开的补贴来维持。

三是作为国有制经济的补充，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和自由市场，包括城乡集体经济、个体经济

以及居民家庭副业等．这种经济模式曾经起过积极作用，它可以集中动员社会资源填补国民经济空

白，在极短时间内，使一些重要的经济部门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，因此适合于完成工业化初期原始

积累的任务．总之，在这种模式里，社会的基础结构得到了改造，从单一变为多样化．

第二阶段称为市场经济，这是工业化初具规模以后，在多祥化的基础上形成的经济模式．其持

点是生产分工和劳动分工复杂，产品种类和资源种类繁多1教育普及，知识具有规范性，准确性，而

且以多渠道传播；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大，人际交往频繁，也就是通常说的工业社会．这里需要说明两

点； 一是市场经济，是指现代化、国际化的高度成熟的市场经济．二是在这个阶段，多种所有制经济

并存的状况将延续相当长时期，而且各种所有制经济还在平等竞争、相互促进中得到新的发展．

第三阶段称为计划经济，这不是我们从原苏联沿袭而来的、传统泾念上的计划经济，而适应未

来社会单一一多祥化基础结构的经济模式．单一一一多祥化的基础结构，由于普迵采用自动化手

段，生产不同产品的劳动操作已没有大区别，故趋向于单一，但产品种类和资源种类则极其多样化，

文明和程度极高，人们真正能够作出理性选择．如果说，在现代工业社会里，至今还没有发明出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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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技术，那么在未来社会里，比于科技高度发达使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工具不断

进步，同时也减少了经济计算的难度，因而将逐步产生这种技术，也不是不可设想的．目前人类有计

划地直接控制生产力的标志，就是巨型企业，如美因的通用汽车公司等．这类企业惊人的发展，也许

预示着全社会会组成 一个大工厂的设想，最终有可能变为现实．

二、改革

今天的中国，正处于管制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形期．15年改革虽然取得巨大成就，但尚无实质

性突破． 而且改革本身出现了漳碍，在严项的通货膨胀面前不得不延缓下来． 如果总结经验教训，

有三个问题值得重视． 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同国家工业化交织在一起，这或许是中国的改革区别千

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 一个煎要方面．经济生活在同 一 时间内要实现双篮转变，即管制经济转变为市

场经济，衣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，从而大大增加了这个阶段的复杂性．二是人口膨胀的压力，使工

业化的要求强过了市场化的期过． 在行政管制比较薄弱的农村，出现了原始的工业积累和市场发

育．这一过程之所以能够持续并扩展，一方面由于采取了各种行政保护的办法，使它免于同大工业

竞争，另 一方面，由千家庭衣业的收益过于低下，使它得以大量吸收农村资源（劳动力、土地、资金）．

但是行政保护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抑制规模经营和技术进步，造成农村经济成本上升．三是城市改革

的决策发生摇摆，主要表现在推行市场化的目标不够明确，措施不够坚定． 市场经济必需的基本前

提，即应当由政府提供的公正、安全和外部经济始终没有具备．中央权力下放变成了行政性分权，条

块分割的局面愈演愈烈．从上到下，攀比和谈判成为实现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．这种状况导致资源

浪费和效率损失，并诱发了强烈的成本推进．经济扩张很快达到临界点，于是通货膨胀前来敲门了．

综上所述，我们也许可以得出两个结论；第 一 ，中国的改革由千受制千工业化进程，所以从总体

看，必定是缓慢的，而且地域发展是不平衡的． 第二，改革的目标必须明确，就是逐步建立符合国际

找范的现代市场经济的新体制，要使现行的经济技术标准、企业制度、市场制度以及经济法规和司

法制度都向国际规范靠拢． 这祥，才能有步骤地、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．

（上接笫26页） 劳动力在城乡间和区域间的有序流动，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开辟道路．

第五，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，找进衣业剌余劳动力转移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健全的宏观

调控体系，引导和促进衣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也必须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．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祥一个

就业压力大和衣业剩余劳动力过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，要完成大规模转移衣业剩余劳动力的艰巨

任务，必须依靠和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．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

们面临的 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，我们要克服以往宏观只重视资金与物资而忽视就业的弱点，把扩大

就业规模和有效地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，作为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． 因此，

除了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、调节收入与财富分配、进行公共投资和扩大就业规模等常规任务外，

当前和今后建立健全调控体系的任务还应包括：国家的基本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要参考衣业

剩余劳动力总量供给的变化，产业政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财政金融政策要考虑农业剩余劳动力的

流向和结构变换；银行要增加发展衣业和城镇建设的专项投资，国家财政也要有 一定的农村城镇专

项投资，用于发展衣业，扩大农业内部的就业容债，以及用于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的发展改

造上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投资导向作用，使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就近就地向非农产业转移，保

持区域间的均衡发展，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规摸和数量；加快劳动计划体制改革和进

一步转变政府职能，综合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，培育劳动力市场和监督劳动力市场的运

行，促进衣业剩余劳动力转移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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